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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硬核了！”“看得我热血沸腾。”这个

开学季，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新生军训吸

引了不少关注。

从 10 公里拉练，到手握钢枪开展训

练，再到近距离接触模拟轮式坦克、模拟装

甲输送车等装备，都让同学们直呼过瘾。

14天的军训，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在军

事技能教学科目训练的基础上，开展军训

战斗训练连队选拔组训及红蓝攻防对抗演

习，增加了两场国防教育报告会，还联合桂

林市消防救援支队灵川县消防救援大队开

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实操演练。

凌晨，开启10公里拉练

“集合！”

8 月 26 日凌晨 4 点整，教官发出紧急

拉练的口令。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新生孙沐含立刻从床上

起身，整理内务、洗脸刷牙，一切都紧张

有序地进行着。4点 30分，她和同学们准

时到校门口集合完毕，“我们连没有一个人

迟到”。

凌晨 5 点整，全体学生分批次集合完

毕，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的同学摸着黑

打头阵出发，其他学院紧随其后。“出发的

时候天还是黑的，抬头就可以望见星星。”

孙沐含说，根据教官安排，每个连队需要从

正门出发，一路上走公路、过村落、踏田埂，

闯过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生爱国国防教

育协会设置的实战化模拟环节，最后在学

校北门集合。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的王子涵是走

在队伍最前面的同学，承担着扛旗带路的

责任。“由于没有灯光，在三岔路口走错了

一段路，还好教官及时纠正。”拉练途中，有

些地方路很窄，学生们只能在朦胧的夜色

中，排成一列纵队，一个接一个通过。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

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夜色中，大部队行走

在田野上，同学们一起唱着红歌，互相鼓着

劲儿往前走。

慢慢地，天色渐亮，鸡鸣鸟叫声打破

了大自然的静谧。王子涵也和同学们一起

熬过了“黎明前的黑暗”。“刚开始的时

候，走得很起劲，一度以为路程过半，看

了地图才发现不过走了 2.5公里。”在他看

来，在黑夜里走路仿佛没有尽头，当太阳

光冲出地平线时，王子涵体验到了前所未

有的震撼。

当不明烟雾从道路两旁骤然腾起时，

大家意识到，连队已经进入了模拟核生化

沾染区（指模拟的被核、毒气、生化病毒等

沾染的区域）。学生们纷纷在教官的指挥下

戴上口罩，前方来自战斗训练连队的掩护

小组迅速穿戴防毒面具，展开队形率先冲

进烟雾，与烟雾后方的“敌”伏击部队交战。

激烈的模拟枪声和爆炸声过后，“敌”伏击

部队被击退，连队冲散烟雾继续前进。

上午 6点 50分，王子涵带着连队抵达

拉练终点。对他来说，军训的经历就好像那

轮划破黑夜的太阳，为大学生活点燃了斗

志，坚定了意志。

军训助理教官陈荣晔表示，为发扬部

队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教官们为学生量

身定制了野外 10 公里拉练，也是此次“硬

核军训”的重头戏之一。从黑夜走到黎明，

拉练不仅给同学们留下难忘回忆，还能强

化体能、提升身体素质。

负责组织实战化模拟环节设置的学生

爱国国防教育协会主任黄翊龙则认为，贴

近实战的环境氛围是军训拉练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本次拉练，学生爱国国防教育协会

在武装部的支持下，首次尝试配置了模拟

核生化沾染区、伏击部队与掩护小组，切实

检验战训连队训练成果的同时，为参加拉

练的学生带来了一场难忘的、充满硝烟味

的反伏击展示。

孙沐含说，队伍里大部分新生都是第

一次走 10 公里，对于大家而言，面对未知

的环境、陌生的同学，完成 10 公里拉练确

实是一次不小的挑战。虽然有些道路泥泞

难行，当跟着大部队走完全程，孙沐含觉

得，“走完 10公里，原来也没那么难”。

练技术动作、学消防知
识，军训也能掌握实用技能

“杀——”

军训教官唐宏博负责刺杀操演示科

目的教学，他介绍，刺杀操一要“快”，二要

“狠”。所谓“快”，就是对准突刺点后迅速

刺过去，不能引枪（即把枪后拉一下再

刺），“狠”就是要三力（两臂的推力、腰部

的推力和右脚的蹬力）合成一股力，狠狠

地刺向敌人。

在训练中，唐宏博要求学生刺出后

的姿势保持枪面向上，左臂伸直，枪托

自然贴在右小臂内侧，左膝与脚面中央

垂直，右腿伸直，身体成斜直线。而这

样的动作要做得熟练、整齐、有气势并

不容易。

“注意前弓后马！不要站得太直！”由

于学生们都是第一次接触刺杀操，唐宏博

耐心地逐个拆解动作，力求每一位学生掌

握规范准确动作要领。唐宏博对学生们的

学习能力和意志品质充分肯定，“大家学习

热情很高涨，虽然有同学想打退堂鼓，但也

都在团队的鼓励下坚持了下来”。

在这次军训中，孙沐含觉得不仅在思

想上得到洗礼，也掌握了如端枪、匍匐前

进、打军体拳、使用防毒面具等实用的军

事技能。

擒拿技术动作也出现在了训练场上。

“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防身。”王子涵配

合教官现场演示了擒拿的动作要领，如果

遭人从后方锁喉，可以先撤脚，顶住对方

的肩部，紧接着半转身用肘部顶住对方胸

部，让对方失去重心。

而作为本次“硬核军训”中最引人注

目的部分，学生爱国国防教育协会从全校

学生中选拔，组建出军训战斗训练连队，

模拟装甲车辆、模拟迫击炮与火箭筒的配

合下进行步兵分队战斗技能训练。

“一直举枪固然是累的。”战训连队二

连四班的李海峰这样形容他们的训练生

活，“班组作战也需要成员间高度的默契

配合，不标准的战术动作很容易受伤。当

我们全身心投入的时候，身体上的劳累已

经不重要了。”面对高强度训练的辛劳，

学生们表现出了高度的意志力和纪律性。

学生们在训练中使用的橡胶模拟枪、

防毒面具、攻击背包是由陆军特种作战学

院支援的，而战术攻防对抗训练中使用的

模拟迫击炮、模拟火箭筒与模拟装甲车辆

由桂林军博园提供。

陈荣晔介绍，开展单兵战术技能训

练、模拟射击演练等项目，能够帮助学生

增强克服困难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能够更

好地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和压力，“大家在

完成一个个任务与项目的过程中提升了自

我价值感。”

负责战训连队具体组训工作的黄翊龙

表示，带装备的训练大幅提高了参训同学

的积极性，同时拓展了能够组织的训练科

目内容，使步装协同、炮兵、火箭筒射击

等科目能够依托教具实物开展，“极大缩

短了军训科目与实战的距离。”

“这次军训还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

更贴近实际，通过老兵讲课和装备展示，

更能激发孩子们对军队的向往，增强了孩

子们的团队意识、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

意识、居安思危意识。”物联网专业学生

张翔宇的父亲张慧凯隔着手机屏幕同样感

受到了训练场上的火热与震撼。

军训期间，一场消防演练正在进行，

模拟教学楼内发生火情，学生们有序撤

离，消防人员随即使用水枪进行灭火。随

后，桂林市消防救援支队灵川县消防救援

大队的消防员也为参加军训的学生讲解了

校园防火常识，现场演示灭火器和消防栓

的使用注意事项。

消防演练所选择的教学楼是玻璃墙

壁，在训练场观看学习的学生可以清晰地

看到如何安全地在火场逃生，比如，在高

楼层要低姿走，拿着毛巾捂住口鼻，半蹲着

前进。

在14天军训中理解“不抛
弃不放弃”

“工化分队下车，前出破障！”

在军训汇报环节，硝烟弥漫，炮声起

伏，战斗训练连队正在开展红蓝模拟攻防

对抗演习，原本的田径场变身“战场”，

红方进攻部队在轮式坦克与装甲输送车的

协同掩护下一路破障，迎着蓝方的坚决抗

击迅速突破防线，控制阵地，赢得现场掌

声连连。身处现场的学生感受到冲锋向前

的勇气斗志，还有“战友”之间不抛弃、

不放弃的精神。

“大学的军训比高中的军训更加专

业、更加严格、更贴近‘实战’。尤其是

配合枪支、步战车、坦克等装备在田径场

上进行对抗演习，我仿佛身临战场。”孙

沐含说。

王子涵喜欢看 《士兵突击》《火蓝刀

锋》等军事题材的影视剧，不少经典作品

已经二刷三刷。他的父亲在部队工作，从

小就要求他凡事要提前一步、做到最好。

“正步——走！”在军训汇报上，王子

涵作为方阵护旗手走过检阅台，朝着台上

敬了个标准军礼。承担护旗手的任务，

对他来说并不轻松。“进入分列式队伍

的每位同学都是从各连中严格筛选出来

的，一排 10 个人中会淘汰七八个人”。

王子涵进入分列式训练后被教官选中担任

方阵护旗手。

每天晚上 8点集体训练结束后，王子

涵和同学们继续在操场上加练到 9 点

半。为了走出气势，他们拆解每一步动

作，从抬腿的高度、落地的速度，到方

阵横纵间隔都反复练习纠正，直到形成

肌肉记忆。“一抬腿就要保持 10 分钟，

只有这样，才能在汇报时走出最标准、最

自然的状态”。王子涵在军训中被评为

“先进个人”。

军训期间，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邀请了

国家一级战斗英雄史光柱、毛羽亮来校作

“永不褪色的‘老山精神’”英模事迹报

告会。史光柱现场讲述了他在老山战斗中

身受重伤依旧坚持指挥战斗，带领全排收

复两个高地，荣立一等功事迹，为学生们

重现了老山战场上革命战士的英勇无畏。

在老一辈军人故事的感染下，更多的

学生面对高温和严格的训练时选择咬紧牙

关，坚持下去。

集体观念是王子涵在 14 天军训中得

到的最大收获，“我们为了集体荣誉必须

做到令行禁止、整齐划一，在集体中的每

个个体的行为都会影响到集体”。每当要

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王子涵都会在脑海中

响起 《士兵突击》里的那句话——“不抛

弃，不放弃！”

10公里拉练、带装备训练、开展模拟对抗演习……

高校新生从“硬核军训”中学到了什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众人欢呼声中，多型直升机编队腾空

而起，或灵巧地跳起“空中芭蕾”、或如钟摆

左右摆动，亦或让烟花在蓝天绽放……不

为人知的是，人群中有些特别的身影，望着

翱翔蓝天的直升机，感慨万千，他们就是直

升机总设计师。

于这些总师而言，目睹亲手设计的飞

机在空中做出“航空报国”“矢志蓝天”等主

题特技飞行动作，仿佛把自己为之奋斗一

生的航空梦写在蓝天上。航空工业走过 70
余年，正是一代代航空人，推动着中国航空

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跨越。

如今，这些直升机总师的目光不约而

同地瞄向未来，他们深知，关乎我国直升机

装备研制和技术创新发展最关键的是加快

年轻人才的培养，让新一代航空科技人才

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挑大梁、担

重任、当主角”。

直升机从山沟里一飞冲天

“我们拿出七楼最好的位置，留给了创

新中心。”航空工业直升机所总设计师邓景

辉的代表作是直-20，他尤为清楚创新人

才对航空事业发展的意义。

研发中心大楼的创新中心拥有整栋大

楼最美的风景，窗户正对着一片开阔幽静

的湖面，办公室下面是空中花园，“那里除

了有书香味，还飘着咖啡香。”邓景辉说，希

望能创造一个宽松愉悦的空间，让青年创

新人才碰撞灵感、迸发激情。

环境优美，视野开阔，在颇具实力的研

发中心大楼进行前沿攻关，这是邓景辉那

一代航空人创业初期不敢想象的。邓景辉

21 岁参加工作，当时被称为“中国直升机

摇篮”的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在江西省

景德镇。因为地处偏僻山区，招录毕业的大

学生比较难，“当时连学拖拉机专业的，我

们也招过”。

就是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中，航空人筚

路蓝缕，埋头攻关。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

吴希明和中国航空工业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副所长徐朝梁都是当时到山沟来追梦的年

轻人。他们同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现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越工作

条件来到大山里搞直升机研究。

从山沟里一飞冲天的直升机翱翔蓝

天，那情景至今让这些总师心潮澎湃。这些

矢志追梦的航空人推动着中国直升机产

业，坚定地走出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实现

了从跟随式发展到自主创新、从有人到无

人、从军用到民用、从有限区域使用到全天

候全疆域飞行、从单一机型到全谱系系列

化发展的巨大跨越。

“经过 70 年的发展，我们锤炼了一支

高素质的科研队伍。”邓景辉说，如今，直升

机所从山沟走进大城市，落户天津滨海新

区，工作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

在我们可以招来更多优秀人才，清华、北大

的高才生都来了。”

让年轻人在重大型号飞
机研制中快速成长

今年是直-20首飞成功 10周年。对于

这个型号的特殊意义，邓景辉评价道：

“直-20是为高原而生的，是一款具备优异

高原性能的通用直升机。”

在我国幅员辽阔的疆域中，有 1/4 的

地方平均海拔在 3000 米以上，邓景辉说，

“这就要求我们应急救援体系必须要模拟

和适应高原环境”。

然而在 2008年以前，我国还没有能飞

高原的国产直升机，旋翼防/除冰技术成为

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这意味着，在 7000
米高度以下，直升机穿越含水量较大的低

空云层时，往往会因为低温、大湿度导致旋

翼结冰，无法正常工作。

为了攻克这项当时只有几个发达国家

才掌握的顶尖技术，邓景辉带领团队四处

奔波，却屡屡碰壁。为了争口气，他和团队

咬牙攻关，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攻

克直升机旋翼防/除冰技术的国家，直-20拥
有了全疆域、全天候作战的能力，实现了我

国直升机从第三代向第四代的巨大跨越。

从事武装直升机研发近 40年，吴希明

主持或参与研发了几乎所有现役国产直升

机。当时接到直-10 武装直升机研制任务

时，我国直升机产业起步不久，缺经验、缺

技术、缺工业体系的支撑……

没有选择，迎难而上，他们决定多个系

统同步研发。其间，关键的核心发动机突然

被禁运。“还好，我们同步研制的国产发动

机很争气，马上顶上了。”吴希明说。正是从

那时起，中国直升机突破了总体、气动、结

构、隐身、抗弹、耐坠、信息化作战一体化综

合优化设计、三大动部件的地面联合试验

等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实现了百分之百

国产化。

武直 10的研制成功，全面实现了我国

直升机从测绘仿制到自主创新的飞跃，更

为国产直升机等一系列后续直升机型号井

喷式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此，我国直升机技

术和产业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可与

世界顶尖同行并驾齐驱。

如今，AC313 等民用直升机已在我国

抗洪抢险一线大展身手，为空中救援提供

了强有力支撑。2022 年 5 月，在 AC313 基

础上研制的“吉祥鸟”AC313A 完成首飞，

此次在直博会上备受关注。作为航空应急

救援领域的新星，AC313A 的最大吊挂起

飞重量为 13.8 吨，洒水能力 5 吨，可运输

28 名乘员，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直升机在

高原地区的航空救援能力。

“中国复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们

必须拥有符合本国需求的救援装备，要研

制出符合适航安全性要求且能够开展全灾

种、全疆域救援的系列化直升机。”作为

AC313总设计师的徐朝梁正因参与一个个

重大型号直升机的研发而改变了人生轨迹。

在面临人生选择之时，中国直升机设计

研究所期待他能继续在直升机行业有所建树，

邀请他主持直-8平台研发项目。徐朝梁义无反

顾，将青春年华投入到中国直升机事业中。

让年轻人能脱颖而出，也
要坐得住“冷板凳”

对吴希明而言，他们那一代航空人的

使命就是全力以赴地追赶，“我们知道国际

水平到了哪个阶段，也知道自己的差距在

哪里，目标很明确”。

面向未来发展，这些总师知道，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力自强，要大力培养科技创新

人才，让更多年轻航空人才挑大梁、担重

任、当主角。

吴希明认为，常规直升机技术已经发

展得很成熟了，“现在要做的是创新突破，

要超越常规直升机的设计技术体系。”他认

为一定要关注产业体系发生的变化，特别

是近年来电动航空、绿色航空的快速发

展，以及全社会对直升机产业的关注和需

求激增，“很多方面跟以前比是天翻地覆

的变化，这些变化决定了我们对人才的需

求不仅限于纯学术、纯技术人才，而是需

要有具备综合能力的复合式人才。”

“经过多年发展，我们实现了既定目

标，达到了预期目的，但依然面临挑战，感

受到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邓景辉密切关

注未来行业的变化趋势，他认为现在要做

的就是围绕“智能”“无人”“绿色”等主题，

积极开展原创技术研究，突破一大批前沿

性、颠覆性技术。

近年来，直升机所主动改变装备研制

传统思维，聚焦制约直升机装备发展的要

害短板和“卡脖子”问题进行改革创新。

2022年成立的直升机协同创新中心，即以

直升机型号研制急需解决的学科交叉、系

统综合类为重点，在运行管理、人才激励、

评价考核、交流合作等方面探索更具活力

的体制机制，“打造直升机科技创新特区。”

邓景辉说，这几年，通过设立直升机

科技创新基金，孵化出多个亮点项目，“我

们开展自主创新项目‘揭榜挂帅’，营造鼓

励创新、容忍失败的科研生态。”此外，还

通过未来直升机设计大赛、青年创新创效

大赛、“创星之星”评比等创新竞赛活动，

持续营建浓厚的创新氛围。

徐朝梁介绍，为了让更多青年人才脱

颖而出，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推出了多

级培训机制，包括打造多种学习交流平台，

推进新员工“启航”工程，实行“思想+业

务”双导师制度等。实施“721”人才培养模

式，即 70%的工作时间用于岗位锻炼、20%
用于专业课程培训、10%用于通识课程培

训；推进领军人才建设工程，实施“双青”计

划，重点培养大批青年骨干人才。同时尽可

能拓宽员工晋升通道，构建多元化薪酬激

励机制等，吸引更多年轻人以加入航空事

业为荣。

“我们更希望年轻人沉下心来，坐住

‘冷板凳’，要甘于十年磨一剑，才能成为

真正的专家，也才有可能真正走出一条中

国直升机发展的科技自立自强之路。”邓

景辉说。

这些直升机总师不约而同把目光瞄向未来——

把最美的风景留给创新人才

①9月 14日，天津，第六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上，直-20直升机在空中进行表演。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四代通用直升机，它的列装填补了我军

10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型号空白，标志着我国多项直升机关键技术实现突破。

②9月 15日，天津，第六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上，航空工业生产的AC311A直升机进行消防吊桶功能表演。

③9月 15日，天津，第六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上，直-20直升机在空中进行表演。

④9月 14日，天津，第六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上，飞行中的直-10武装直升机。 曲俊燕/摄

雨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继续坚持训练。 农必东/摄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军训现场。 林怡新/摄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在进行实训演习。 农必东/摄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军训汇报现场。 林怡新/摄

时隔 4 年，直升机的轰鸣
声又一次响彻天津上空。作为
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直升
机专业展会，也是世界上唯一
具有飞行表演的直升机专业展
会，9月14日至17日在天津举
行的第六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
机博览会，各具特色的直升机
惊艳亮相，吸引了国内外 6 万
余人次前来打卡观看。


